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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居民消费影响着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ꎮ 通过引导投资进行社会生产ꎬ能更好地提高投资

的效率ꎬ平衡好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ꎬ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ꎬ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就业增加ꎮ
实证分析表明ꎬ山东省居民最终消费所代表的居民消费总量对其劳动就业量有协整关系ꎮ 长期中ꎬ居
民最终消费的提高能够带动劳动就业ꎬ但短期内由于滞后性等因素导致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不明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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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ꎬ因此表现出居民消费总量对劳动就业短期上的负影响ꎮ 但这种影响是短暂

的ꎬ长期中ꎬ居民消费总量对劳动就业整体呈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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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消费、投资、出口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带动就业的三驾马车ꎬ过去我国较多地依靠投资和出口的驱动力ꎬ
我国经济经历了迅猛的发展ꎬ就业需求也相对较大ꎮ 因此ꎬ以往学术研究较多的侧重分析投资或出口对就业

的影响ꎮ 消费作为经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最稳定、最持久的驱动力ꎬ在投资和出口带来

众多弊端的情况下ꎬ越来越受到重视ꎮ 消费具有稳定性、持久性ꎬ是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ꎬ特别

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和就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在宏观经济条件下ꎬ消费需求是社会生产的目标和导

向ꎬ是人们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ꎬ而劳动力则是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生产要素ꎮ 由此可见ꎬ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是推动社会生产ꎬ进而带动就业增长的重要途径ꎮ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１]为研究美国战后的生产和就业问题ꎬ编制了美国投出产出表ꎬ通过相关技术系数的计算ꎬ定量

分析各部门之间需求、产出和就业的关系ꎬ最终得出对特定产品的需求与就业总人数之间存在相关性ꎬ进而得

到消费者最终消费所带来的就业增加程度ꎮ Ｓｍｕｌｌｙａｎ[２] 在评述 Ｓｗｅｅｚｙ 对 ＰＩｅｒｓｏｎ 关于充分就业的文章时指

出ꎬ保证消费支出的速度将会产生充分就业ꎬ而这个恰当的有保证的消费品市场的规模依赖于生产既定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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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和服务的数量所需的劳动力ꎬ以及对投资额带来的新增就业人数ꎮ Ｍｉｎｃｅｒ[３]通过研究收入大小的影响因

素和收入分配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发现ꎬ收入差距在不同年龄和教育水平上表现较明显ꎬ同时ꎬ运用永久性收入

理论分解家庭收入构成ꎬ得出当收入低于目前的充分就业水平时ꎬ其他家庭收入增长的规模也在增加ꎮ 家庭

收入的形成、消费和劳动力行为三者相互影响ꎬ在某种程度上ꎬ对其任何一个领域的见解都有助于理解另一

个ꎮ Ｃｈｅｅｍａ 等[４]通过对巴基斯坦市不同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水平和构成的变化以及对劳动力

资源利用的影响进行分析ꎬ发现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对食品等消费品的需求ꎬ使贫困家庭的消

费水平显著增加ꎬ但对富人没有太多的不利影响ꎮ 同时ꎬ收入再分配通过增加相对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

需求ꎬ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ꎮ Ｄｙｎａｒｓｋｉ 等[５] 探讨了在消费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ꎬ发现失业问

题对在不同类型和职位的工人消费影响不同ꎬ蓝领工人的消费受其就业状况的变化相较于白领是不太敏感

的ꎮ 原因在于失业率会更多地降低白领工人的收入增长率ꎮ 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６]研究了大众消费的崛起受到收入分

配的影响ꎬ适当的收入分配状态下ꎬ随着行业生产力的提高ꎬ消费者也随收入的增加不断扩大消费范围ꎬ带来

了更大的消费品市场ꎬ进而导致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ꎬ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ꎬ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

作用ꎬ经济的发展又会对就业产生影响ꎮ Ｐａｐｐａ[７]通过 ＶＡＲ 模型研究了政府消费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传导作

用ꎬ得出政府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同时能增加实际工资和就业ꎬ这种冲击效应在三分之二的美国中是显著存在

的ꎮ Ｌａｍｏａ 等[８]使用 １９６０－２００５ 年度数据探讨了在欧元区公务员的工资和其消费的周期性的行为ꎬ发现公共

消费ꎬ工资和就业以滞后 １~２ 年的周期性的方式变动ꎬ在扩张性周期中增加总需求的压力ꎬ将相应地导致的

工资压力ꎬ同时也指出政府购买作为反周期的工具的重要作用ꎮ Ｂｅａｒｄ 等[９]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美国资

本投资的就业效应时得出ꎬ每一百万美元的消费能带动整个经济增加 ２４ 个就业机会ꎮ Ｃａｍｐｏｓ[１０]通过研究发

现西班牙大萧条时期失业率每上升 １％ꎬ家庭消费需求将减少 ０.７％ꎮ 这种减少是对未来的收入增长率下降的

修正:失业的阴影ꎬ且消费支出的下降是真正的数量减少ꎬ而不是一个更便宜品的替代ꎮ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１１] 通过生命

周期模型分析工资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之间的联系ꎬ得到在相关工资的冲击下消费ꎬ工时和双人收入动态变

化的解析表达式ꎬ发现永久性的工资冲击下要注重家庭劳动供给的重要性ꎮ 闻潜[１２]认为ꎬ造成失业问题日趋

严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增长率的不高ꎬ而在于过度投资导致的供给过剩和物价跌落ꎬ市场逐渐走向疲软ꎬ

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ꎮ 因此ꎬ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启动经济运行ꎬ促使就业稳增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ꎮ 钱

振伟[１３]通过建立消费就业模型揭示内需和就业这两者内在关系ꎬ并比较分析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发

达地区的消费就业弹性、城镇消费就业弹性和农村消费就业弹性的差异性ꎮ 对于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产

业的消费作用ꎬ温双等[１４]认为富人的奢侈消费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流动ꎬ在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ꎬ也增

加了对整个市场的有效需求ꎬ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ꎮ 李世佳[１５]通过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消费的就业效应ꎬ认为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促进经济增长ꎬ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ꎬ而消费结构、劳动力投入系数、产品生产过程

和产业关联是影响消费就业效应的重要因素因素ꎮ 张丽娜[１６] 在国际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ꎬ研究国内消费的

就业带动效率ꎬ得出制造业行业的就业人数和劳动收入带动效率均高于服务业ꎬ服务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

业带动效率高于制造业ꎮ 现阶段ꎬ中国各行业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ꎬ因此ꎬ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与国内劳动

禀赋的变动相匹配ꎬ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ꎬ发展高技能劳动收入带动效率较高的行业ꎮ
国内外文献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单纯的理论分析或者实证分析ꎬ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ꎬ而

关于消费影响就业的机理研究的更少ꎮ 同时ꎬ研究对象大多停留在国家层面ꎬ对具体省份研究较少ꎬ不同地区

由于其自身的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ꎬ在经济转型期间ꎬ更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方

针ꎮ 因此ꎬ本文将以山东省为例ꎬ在构筑居民消费对就业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ꎬ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研究山东

省居民消费的就业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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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居民消费对劳动就业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指出ꎬ在社会生产中ꎬ社会生产部门以社会总产品的经济用途为标志可以划分为

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ꎮ 前者生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ꎬ进入生产领域ꎬ后者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的总和ꎬ满足

人们的生活消费ꎮ 两大部类相互依赖ꎬ相互制约ꎬ其比例的失衡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ꎬ第一部类比例较大

会导致产能过剩ꎬ反之ꎬ消费资料难以消化ꎮ 目前的经济形势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ꎬ产能出现过剩ꎬ
消费资料有效需求不足ꎬ因而要扩大消费ꎬ推动第二部类产品的实现ꎬ进而拉动第一部类的生产和产品的实

现ꎬ最终促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ꎮ

１.１　 从消费到生产的传递路径

在实际生活中ꎬ存在着连接生产与消费两大领域的流通部门ꎬ包括批发、零售、物流等一些服务部门ꎮ 生

产出的产品只有通过流通部门才能成为消费产品ꎬ进入生活消费领域ꎮ 当生活消费领域中某产品的消费需求

发生变动时ꎬ流通部门会最先了解到该产品的供求情况ꎬ而生产部门往往依靠流通部门传递出的信号相应调

整生产计划ꎮ 当产品消费需求增加时ꎬ流通部门会根据需求扩大流通规模ꎬ随之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扩大生

产而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ꎬ进而该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及其相关生产部门相应地扩张发展ꎮ 同样ꎬ当流通

部门传递出消费需求下降的信号时ꎬ生产

图 １　 从消费到生产的传递路径

消费资料的部门会随之减少产品的供给

和相关生产资料的需求ꎬ导致该生产资料

的生产部门和其相关生产部门适时减少

生产规模ꎮ

１.２　 消费需求通过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影响着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

一个新消费热点出现ꎬ往往能带动产业的发展ꎬ甚至是一个新产业的出现ꎬ而这些产业的扩大与升级ꎬ又
影响着劳动力的需求ꎻ劳动者对消费资料的消费又为生产的持续提供劳动供给ꎬ同时创造出新的劳动力ꎮ

一方面ꎬ消费需求通过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ꎬ影响劳动力的需求ꎮ 消费需求的增加ꎬ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ꎬ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ꎮ 这个过程涉及了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和消费对投资的加速效应ꎬ两者叠加ꎬ
共同影响劳动力的需求ꎮ 首先ꎬ消费促进社会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ꎬ投资者觉得有利可

图ꎬ会相应增加投资ꎬ投资将会通过乘数效应ꎬ利用增加的收入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增加ꎬ进而促使社会各生产

部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ꎮ 其次ꎬ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对社会产品产量的需求产生影响ꎬ进而带动对资本存量需

求的变动ꎬ最终导致投资规模的变动ꎬ这种对投资品的需求是一种中间性需求ꎬ是由消费对投资的加速原理引

起的ꎬ通过加速原理使企业进行新一轮的投资ꎬ增加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投入ꎬ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

产生影响ꎮ 可见ꎬ消费和投资的增加ꎬ都会促使企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ꎬ进而带动了就业的增加ꎮ
另一方面ꎬ消费需求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ꎬ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ꎮ 个人和家庭通过消费部分社会产品ꎬ以

满足其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ꎬ进而实现对劳动力的再生产ꎬ即劳动者将物质资料用于健康营养、娱乐锻炼、生
活环境、教育培训等方面以实现体力和脑力劳动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使用ꎬ从而保证了生产的持续进行ꎮ
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一定程度上受人口增长的制约ꎬ而人口的增长与居民消费水平在客观上存在密切的联系ꎮ
消费水平的提高ꎬ促进了人口的稳定持续增长ꎬ也提供了更多数量ꎬ甚至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ꎮ 劳动者的专

业素质、技术水平、文化构成则取决于居民在教育文娱及其他方面的消费上ꎮ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生产

部门进行产业升级ꎬ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ꎮ 个人或家庭消费质量的提高ꎬ消费数量的增加和消费结构

的完善ꎬ有利于劳动者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ꎬ以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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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居民消费的就业效应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 [１７]ꎮ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ꎬ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

化ꎬ也就是剩余价值最大化ꎬ必须要实现商品的价值ꎬ因此ꎬ生产出的商品必须要符合居民消费需求ꎬ根据居民

消费需求调节生产规模ꎮ 居民消费需求增加ꎬ首先将促使流通部门扩大规模ꎬ传递出的需求信号使得生产消

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发展ꎬ后者又通过产业关联这一传导机制ꎬ拉动相关生产部门的增加生产ꎬ而随着流通部门

和生产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张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ꎬ表现为就业的积极效应ꎮ 这一积极效应主要发生

在生产部门拓展或者稳定发展时期ꎬ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稳定ꎬ生产设备等一些硬件设施不需要更新ꎬ生产

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通过增加劳动力的需求来实现ꎬ因此呈现出就业量大幅提高ꎮ

图 ２　 消费需求的就业作用机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生产者为了追求更大利益ꎬ会提

高自身部门的劳动生产率ꎬ进行

生产设备更新、劳动生产工具改

进以及提高现代化的科学管理

水平等ꎬ促使生产部门进行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ꎬ一定时间内会

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ꎬ造成大量

劳动者因自身素质不达标而下

岗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就业

量下降ꎮ

２　 山东省居民消费影响劳动就业的实证分析

２.１　 基本假设及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假设:居民消费总量的提高会对劳动就业量产生影响ꎮ

本文将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ꎬ对居民消费量与劳动就业量的关系进行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的实证分

析ꎬ以此得到居民消费量对劳动就业量的影响ꎮ

表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居民最终消费和劳动就业量相关数据

年份 ｌｎ Ｌ ｌｎ Ｃ 年份 ｌｎ Ｌ ｌｎ Ｃ 年份 ｌｎ Ｌ ｌｎ Ｃ
１９７８ ７.９９６３ ４.７９２４ １９９２ ８.３４７４ ６.５０３７ ２００５ ８.６５３１ ８.４２１９
１９７９ ８.０１１７ ４.８９３５ １９９３ ８.３６７１ ６.６５９９ ２００６ ８.６７２６ ８.６０３６
１９８０ ８.０４４９ ５.０８５６ １９９４ ８.３８４６ ６.８１０８ ２００７ ８.６９２８ ８.７８７８
１９８１ ８.０６８５ ５.２０２９ １９９５ ８.３８５３ ７.１８６６ ２００８ ８.７１３０ ８.９３６３
１９８２ ８.０９２５ ５.４０１６ １９９６ ８.５５７８ ７.４３１４ ２００９ ８.７３０３ ９.１１４４
１９８３ ８.２４１５ ５.４９０２ １９９７ ８.５６１８ ７.５９８０ ２０１０ ８.７４７４ ９.２０１３
１９８５ ８.１７８６ ５.５７８５ １９９８ ８.５６７１ ７.７７６７ ２０１１ ８.７６４４ ９.３１１０
１９８６ ８.１７７８ ５.６９６８ １９９９ ８.５７３１ ７.８４５７ ２０１２ ８.７７７３ ９.４７２７
１９８７ ８.２０２８ ５.８０１７ ２０００ ８.５７８２ ７.９４５２ ２０１３ ８.７８７９ ９.５８７６
１９８８ ８.２３３８ ５.９３２７ ２００１ ８.６０１９ ８.０３９１ ２０１４ ８.７９１９ ９.６９５３
１９８９ ８.２６５４ ６.１５５５ ２００２ ８.６０８０ ８.１２６４ ２０１５ ８.７９５８ ９.８３７７
１９９０ ８.２７９０ ６.２５８４ ２００３ ８.６１７４ ８.１８３５
１９９１ ８.３０４８ ６.３７７５ ２００４ ８.６３４２ ８.２９２１

　 　 数据来源:根据 １９７９－２０１５ 年«山东统计年鉴»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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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需要建立一系列时间序列模型ꎬ其关键在于假定数据的变化时可根据历史数据识别出

来的、同时受人的行为影响不大的一些宏观变量ꎮ 因此ꎬ本文将根据山东省统计年鉴选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间居

民消费和劳动就业的相关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ꎮ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山东省内居民消费对劳动就业的影响ꎬ
为此选用居民最终消费这一指标来衡量居民消费情况ꎮ 居民最终消费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

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ꎬ其中包括了除货币形式外支付的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虚拟消费支出ꎮ 同

时ꎬ选用山东省的从业人员数作为衡量其劳动就业量情况的指标ꎮ
由于对变量取对数并不会影响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ꎬ且能增强稳定性ꎬ降低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ꎬ

因此对选取的居民最终消费和劳动就业量的数据均做取对数处理ꎬ分别记为 ｌｎＬ 和 ｌｎＣꎬ具体见表 １ꎮ

２.２　 ＡＤＦ 检验

由于数据在计量分析时ꎬ存在外生性等因素的影响ꎬ为防止变量间不平稳而出现“伪回归”现象ꎬ首先需

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ꎬ本文采用的是最常见的平稳性检验方法———ＡＤＦ 检验ꎮ

表 ２　 ＡＤＦ 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 统计量 ５％临界值 检验形式(ＣꎬＴꎬＫ) 结论

ｌｎＬ －２.２９７９６２ －３.５４０３２８ (ＣꎬＴꎬ９) 不平稳

ｌｎＣ －２.１９４９７０ －３.５４４２８４ (ＣꎬＴꎬ９) 不平稳

△ｌｎＬ －７.６３４５６９ －３.５４４２８４ (ＣꎬＴꎬ９) 平稳∗

△ｌｎＣ －４.１６７１８６ －３.５４４２８４ (ＣꎬＴꎬ９) 平稳∗

　 　 注:△ 表示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ꎻＣ 取 Ｃ 表示有常数项ꎬ取 ０ 表示无常数项ꎻＴ 取 Ｔ 表示有趋势项ꎬ取 ０ 表示无趋势项ꎻＫ 表
示滞后期数ꎻ∗、∗∗、∗∗∗分别表示序列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上显著ꎮ

由表 ２ 可知ꎬｌｎＬ 和 ｌｎＣ 序列都存在单位根ꎬ是非平稳时间序列ꎮ 但对 ｌｎＬ 和 ｌｎＣ 进行一阶差分后ꎬ两者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ꎬ说明 ｌｎＬ 和 ｌｎＣ 是同阶单整序列ꎬ即服从 Ｉ(１)ꎬ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协整分析ꎮ

２.３　 协整检验

运用 Ｅ－Ｇ 两步法对居民最终消费与劳动就业量之间的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ꎬ首先建立最小二

乘法的回归模型ꎬ结果如下:
ｌｎＬｔ ＝ α ＋ βｌｎＣ ｔ＋ ｕｔ (１)

假设误差项 ｕｔ表示 ｌｎＬ 与 ｌｎＣ 的残差 ｅｔꎬ并对 ｅｔ进行平稳性检验可得:

表 ３　 ｅｔ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 统计量 ５％临界值 检验形式(ＣꎬＴꎬＫ) 结论

ｅｔ －３.４３７５５４ －１.９５０３９４ (０ꎬ０ꎬ９) 平稳∗

表 ３ 显示ꎬｅｔ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ꎬ拒绝原假设ꎬ序列平稳ꎬ即 ｌｎＬ 与 ｌｎＣ 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ꎬ进而可

知居民最终消费与劳动就业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ꎮ 建立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
ｌｎＬ ＝ ７.２６２６６５ ＋ ０.１６２８０８ｌｎＣ (２)
　 　 (２４２.６７０２)　 (４０.８６０１２)

　 　 Ｒ２ ＝ ０.９７９４６７　 　 Ｄ.Ｗ. ＝ １.０１３２９２
从长期来看ꎬ居民最终消费每增长 １％ꎬ会促使劳动就业量增加 ０.１６％ꎬ即长期中居民最终消费的提高能

够带动劳动就业量的增加ꎮ

２.４　 误差修正模型

前面已经验证了居民最终消费与劳动就业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ꎬ表明两者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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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短期的波动可能会出现失衡ꎬ为增强模型的精度ꎬ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ꎬ把居民最终消费与劳动就业量

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联系起来ꎮ
由(１)式可知ꎬ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ꎬｎ＝ ３７ꎬｋ＝ ２ꎬｄＬ ＝ １.３６ꎬｄＵ ＝ １.５９ꎬＤ.Ｗ. ＝ １.０１３３ < ｄＬꎬ存在较强的一阶

正自相关性ꎬ故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应加入变量差分的滞后项以消除残差的自相关性ꎬ并利用 ｔ 检验剔除

不显著变量ꎮ 建立如下模型:
△ｌｎＬｔ ＝ －０.０９０６７△ｌｎＣ ｔ＋ ０.２７８３７△ｌｎＬｔ－１－ ０.５３７２８ｅｔ－１＋ ｖｔ (３)

　 　 (－１.３３７３８４)　 　 (４.０８４０７２)　 　 (－４.０２２７７９)
Ｒ２ ＝ ０.５２９４６６　 　 Ｄ.Ｗ. ＝ １.８０８７６３

由(２)、(３)式可知ꎬ劳动就业量关于居民最终消费的长期弹性为 ０.１６％ꎬ短期弹性为－０.０９％ꎬ理论情况不

符ꎬ这可能是由于居民最终消费对劳动就业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ꎬ因此短期内不能对劳动就业量起到

一定的带动作用ꎮ 误差修正系数为负ꎬ说明短期劳动就业量偏离均衡状态后ꎬ会以 ５３.７３％的力度调整到长期

均衡的状态ꎮ

２.５　 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由于居民最终消费与劳动就业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ꎬ可对两个变量进行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ꎮ 通过 ＶＡＲ
模型的 ＡＩＣ、ＳＣ 及 ＬＲ 准则得到 ｌｎＬ 和 ｌｎＣ 的最优滞后阶数分别为 ８ 阶ꎬ相应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验

滞后阶数 原假设 Ｏｂｓ Ｆ 统计量 Ｐｒｏｂ. 结论

Ｌａｇ８
ＬＮＣ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 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Ｌ ２９ １１.４０３０ ０.０００２ 拒绝

ＬＮＬ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 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 ０.４７１９３ ０.８５３６ 不拒绝

表 ４ 表明ꎬ滞后期为 ８ 期时ꎬｌｎＣ 是 ｌｎＬ 的格兰杰原因ꎬ山东省居民最终消费对其劳动就业量的影响显著ꎮ

３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ꎬ居民消费影响着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ꎬ通过引导投资进行社会生

产ꎬ能更好地提高投资的效率ꎬ平衡好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ꎬ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ꎬ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和就业增加ꎮ 居民消费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两个方面ꎮ 增加居民消费是扩大

内需的重要一部分ꎬ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将增加社会总需求ꎬ促进社会生产ꎬ创造更多就业

岗位ꎬ进而保证了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加ꎮ
山东省居民最终消费所代表的居民消费总量对其劳动就业量有协整关系ꎬ长期中ꎬ居民最终消费的提高

能够带动劳动就业ꎬ但短期内由于滞后性等因素导致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不明显ꎬ甚至为负ꎮ 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高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ꎬ先进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短期内可能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ꎬ因此表现

出居民消费总量对劳动就业短期上的负影响ꎮ 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ꎬ长期中ꎬ居民消费总量对劳动就业整体

呈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扩大居民消费是解决山东省就业问题的有力途径ꎮ 通过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ꎬ增加其消费能力ꎬ创造良

好消费环境ꎬ释放居民消费潜力ꎬ扩大社会总需求ꎻ同时通过消费的基础和导向作用ꎬ培育新的消费热点ꎬ大力

发展新兴产业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１８]ꎮ
(１)合理收入分配制度ꎬ缩小居民收入差距ꎮ 要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结构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ꎬ注重公

平ꎬ有步骤地增加劳动报酬的比重ꎬ建立与经济发展联动增长的居民收入机制ꎻ强化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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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ꎬ保障劳动者自身利益ꎬ实现工资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ꎻ逐步提高行业工资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ꎬ同时加大

劳动执法监督和执法力度ꎬ保障弱势劳动者的劳动权益ꎮ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ꎬ注重再次

分配的效率ꎬ改革税收制度ꎬ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ꎬ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ꎬ同时适当减轻或取消

企业与个人负担的部分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ꎮ
(２)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ꎬ释放居民消费潜力ꎮ 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不同ꎬ中低收入群体具有较高

消费倾向ꎬ但其购买力有限ꎬ因此ꎬ要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ꎬ增加消费能力ꎬ释放消费潜力ꎮ 要逐步提高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对困难群众的生活补助ꎬ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水平ꎻ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ꎬ让农民

的房屋、宅基地和城市居民住宅一视同仁ꎬ实现资本化ꎻ通过政策调整ꎬ为企业减轻税负ꎬ鼓励中低收入阶层自

由、自由创业ꎬ拓宽居民收入来源ꎬ而不仅仅依赖工资性收入ꎮ 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ꎬ
通过信贷资金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农业ꎬ特别是新型农村经济的发展ꎻ加大市场调研ꎬ发展高需求的和潜在

需求较大的绿色健康、优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ꎬ加强生产引导ꎬ减少农产品出现隔年滞销现象的发生ꎬ增加和

保障农民经营收益ꎮ
(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ꎬ创造良好消费环境ꎮ 深化消费者维权改革ꎬ为居民消费创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

境ꎬ维护居民的合法利益ꎻ建立完整的包括社会保险体系、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及困难群体社会

补贴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ꎬ使居民对未来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有足够信

心ꎬ稳定心理预期ꎬ提升消费信心ꎬ增加即期消费ꎮ
(４)推动信贷消费发展ꎬ实现居民消费欲望ꎮ 发展信贷消费ꎬ让具有稳定收入和支付能力的居民根据个

人信用水平实现提前消费高价值商品的愿望ꎮ 因此ꎬ要加强诚信体系和多层次信用体系建设ꎬ开发不同信用

工具ꎬ增加消费信贷的品种和范围ꎬ满足收入水平和偿还能力不同的群体的消费需要ꎬ增加即期消费ꎻ同时也

要加强监管力度ꎬ保障居民信贷消费的持续进行ꎮ
(５)以消费需求为导向ꎬ提高投资效率水平ꎮ 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目的ꎬ要以居民消费需求为导向ꎬ进行社

会生产ꎬ提高投资效率水平ꎮ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ꎬ满足了居民对基本生活物资消费ꎬ
同时居民开始追求个性时尚与享受型消费ꎬ对服务型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ꎮ 为此ꎬ要根据居民消费需求ꎬ加强

对农业、工业的生产性服务的发展ꎬ进而带动第三产业中服务型消费产业的发展ꎻ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改善

供给上ꎬ通过消费的引导ꎬ增加适销对路的新商品供给ꎬ提高投资的效率ꎬ最终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ꎮ
(６)改善居民消费结构ꎬ促进新兴产业发展ꎮ 居民消费质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ꎬ人们开始追求

个性与健康的生活方式ꎬ传统消费增长相对平稳ꎬ而以享受与发展型为代表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ꎮ 根据居民

对发展和健康型消费的需求ꎬ推动养老家政消费、休闲旅游消费、住宅消费、文教体消费和信息消费等新兴消

费市场的发展ꎮ 新的消费热点蕴含着巨大的潜力ꎬ代表着未来消费升级的方向ꎬ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热点ꎬ能
促进消费结构的改善ꎬ带动产业结构升级ꎬ进而推动相关产业ꎬ特别是如金融业、信息通讯业、旅游业等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ꎬ更能催生一些新型产业的发展ꎬ如在线租赁、打车、外卖等“互联网＋”新业态的

迅速崛起和发展ꎮ 改善消费结构ꎬ充分发挥新消费热点的带动作用ꎬ从而解决扩大就业、充分解决就业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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